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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共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言語、語言和閱讀實驗室揭示疫情期間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網上學習遇到的挑戰和有利因素 
 
儘管電子教育已是大勢所向，但新冠疫情加速了教學模式的轉型，促使面授課堂改為網上遙距授課。

這種轉變雖有好處，但亦為大家帶來不少挑戰，尤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包括有自閉症譜系障

礙、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有特殊學習困難和有言語障礙的學生。 

 

為了探討一般發展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香港小學生在網上學習時面對的挑戰，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佟

秀麗教授和其研究團隊開發了「網上學習態度問卷」和「網上學習過程問卷」，並深入訪問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其家長和老師。於研究的第一階段，研究團隊招募 506名家長或照顧者（包括 327名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和 179 名一般發展學生的家長）﹑254 名小一至小六學生（包括 158 名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 96 名一般發展學生），以及 101 名老師參與「網上學習態度問卷」和「網上
學習過程問卷」。完成問卷調查後，團隊向 25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和 21 名老師進行視

像訪問，了解他們對網上學習的看法，包括他們對遙距學習模式的擔憂和難處。是次研究由平等機

會委員會資助，是首個通過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香港小學生及其家長和老師在疫情期間的網上學

習挑戰，以推廣「數碼共融」的研究。研究團隊根據本研究就建設具包容性電子學習環境，改善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香港學生的網上學習成效，為社會持份者提供實用建議。 

 
主要調查發現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香港小學生的網上學習態度及成效 

1. 相比一般發展學生，家長和老師一致認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對網上學習的焦慮感較高，而學

習成效（包括享受感、應用能力、動力）則較低。 

2. 根據老師對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評分，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生在網上學習期間，表現出

較高的焦慮感和較差的時間管理，而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則表現出較差的時間管理

及較低的學習投入度。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香港小學生在網上學習時遇到的困難和有利因素  
1. 根據家長及老師的分享，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網上學習期間有以下困難及有利因素： 

 

有利因素 
a) 大部份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足夠運用電子科技的能力進行網上學習。 

b) 遊戲形式（加入排名賽）的學習活動和多媒體電子學習平台（能為學生提供即時回饋）可增

加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網上學習投入度。 

困難 
a)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認為欠缺實體課堂氛圍，產生孤獨感，所以他們的學習動力較低。 

b)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認為與老師和同學的互動機會減少，所以他們在建立友誼上遇上困難。 

c) 大部份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表示較少抄錄筆記和缺乏課堂訓練，所以他們的學業成績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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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網上學習期間，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表示遇到的困難有所不同。 

a) 由於學生能在網上瀏覽非學習相關的資訊，因此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學生難以保持

專注。 

b) 由於學生有較少機會學習社交技巧和社會規矩，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學生的社交及溝通能力下

降。 

c) 由於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在網上學習時缺乏書寫訓練，因此更難掌握和提升書寫能力。 

d) 由於網課時間有限，加上缺乏專業支援，所以有言語障礙的學生在表達自己想法上表現困難。 

e) 由於缺乏情緒和集中力管理，相比只有一種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多種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更難學習和掌握知識。 

 

3.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對如何監管學生的網上學習過程，以及如何使用不同的網上學習平台

表示擔憂。老師則在重新設計網上課堂活動，以迎合不同特殊教育需要方面表示困難。 

 

建議 

 

給本地教師及臨床從業員培訓機構的建議 

 

1. 有關機構應考慮把電子科技訓練納入教程，以提升學員的科技應用能力，活用科技為有各類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設計合適的網上教材。 

2. 有關機構應為學員提供培訓工作坊和課程等額外的培訓機會，增加學員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及其家長/照顧者的心理健康等議題的了解。 

 

給本地小學的建議 

 

1. 學校應為老師提供系統性的數碼科技訓練，讓他們能夠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設計具規劃性和

個人化的網上學習活動和課程。 

2. 學校應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提供專業意見，讓家長能夠支援孩子的網上學習過程。 

3.學校可與研究人員合作，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更省成本和時間的網上評估和訓練，例如：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言語、語言和閱讀實驗室研發的 I-DID 評估和學習平台。 

 

給老師及臨床從業員的建議 

 

1. 老師可為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設計完善及個人化的網上學習活動及教材，以積極推動「數

碼共融」。 

2. 老師可考慮在網上課堂內安排有特殊教育需要和一般發展的學童組成「共融小組」，以製造一個平

等共融的學習環境。 

 

給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的建議 

 

1. 家長可更積極地協助子女投入網上學習，在社交及情緒表達上給予子女更多的支持，以及適當地

向校方和老師表達自己對孩子在網上學習時的顧慮。 

2. 家長可在家擔任「老師」角色，透過熟習及應用最新的科技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發展，例

如：可透過參與綜合評估和訓練課程以了解子女的優點及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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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香港特區政府的建議 

 

1. 香港特區政府可考慮向本地研究增加撥款，以利用先進科技和科學方法研發具實證支持的多媒體

的教學和訓練平台，為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 

 

2. 香港特區政府可考慮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其家庭提供更多支援精神健康發展的資源，以建

設可持續的共融社會。 

 

給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建議 

 

1.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平等機會委員會應積極支援和編制一套專

為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設的網上學習課程。 

 

有關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言語、語言和閱讀實驗室的詳情，請瀏覽 https://slrlab.edu.hku.hk/，並請登入

http://web.edu.hku.hk/press 瀏覽網上版新聞稿，以及下載相關相片和簡報等參考資料。 

 

傳媒查詢，請聯絡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經理（發展及傳訊）張可恩女士（電話：3917 4270 / 電

郵：emchy@hku.hk）或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言語、語言和閱讀實驗室研究助理廖素姿小姐（電話：

2241 5984 / 電郵：liuscs@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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